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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静 安

文化产业，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

日前，文化传媒行业再次迎来国家派发的政策“红

包”——由财政部 、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

《关于继续实施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的通

知》，给文化企业改革发展送上了大礼。同时，财政部

下达了 50 亿元的 2014 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比

2013 年增加 4.2%，共支持项目 800 个。

毫无疑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促进我国文

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时下，文化产业与

各个产业融合发展已然成为一股热潮。

银行跨界牵手文化产业

对于国家加大对文化产业支持，金融市场上不乏

响应者——近日，华策影视发布公告称，公司与中国进

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关系，近 3 年内，双

方将就信贷、咨询、非融资类金融服务等业务展开合

作，合作金额不超过 40 亿元。

此外，据报道，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也通过细分客

户准入标准、制定个性化信贷政策等方式，推动金融服务

与文化产业全面对接。截至 2014 年 10 月末，该行共支持

文化产业授信客户 142 户，合计授信额度达 400 多亿元。

而在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沈哲彦看来，其实，

以前，银行对文化类企业并无好感，“文化圈”长期以来

都是贷款“禁区”。这是因为，文化属于轻资本行业，土

地、厂房等多以租赁为主，而文化产品的估值尚无具体

标准可依循，这由文化产业的高风险性所决定，如一部

电影、电视剧的最终收入是多少，均难以预测。

而现在银行对文化类企业的态度出现大转弯，一

方面，受到政策影响——自 2010 年《文化产业振兴规

划》明确提出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之后，政府

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金融文化合作的政策；另一

方面，与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有关——近年来，国内文

化产业发展迅速，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下独树一帜。并

且，当前，国内一些大型文化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加快，

如华谊兄弟、乐视、光线、万达等，这更引起了市场对文

化产业发展的无限遐想，而中国进出口银行也正是在

这种市场环境下决定与华策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呼之欲出

分析称，我国的文化产业从文化事业转制而来，发

展时间较短，商业模式处于逐步建立的过程中。与传统

产业同质化发展不同，文化企业普遍个性化发展，需求较

为多样化，这都需要金融界加大创新的力度和水平。

而近年来，在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方面，银行业也确

实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如为文化企业境外投资、并购提

供多样化金融服务，银行为电视剧的拍摄提供贷款等。

“目前，虽然一些金融机构表现出对文化类产业投

资的热情，但是相比之下，银行能够给予文化企业更为稳

定的资金来源。风投、基金等机构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文化产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可这些金融机构主要

以投资为主，最终目标是获得高投资回报率，这决定了它

们更为注重短期收益。若这类资金大量进入文化行业，

易造成行业浮躁。”沈哲彦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银

行对文化企业的贷款仍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中，完善对

中小型文化企业的贷款机制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建立贴

合文化企业的信用评级标准是完善银行对中小型文化企

业贷款机制的关键步骤。

而除了银行需要转变方向外，中小文化企业也有

亟待改进的地方。沈哲彦认为，我国中小文化企业以

家族企业或个体户居多，企业治理制度不完善，管理层

和股东混为一体，管理体系存在很多漏洞。再加之从

业者大都是文化人，缺乏金融知识和财务知识，投资具

有一定的盲目性；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数据不准

确、不真实、不完整，难以满足金融机构融资审批的要

式条件。中小企业应该不断完善自身管理体系和财务

制度，以配合金融机构的评估。

好消息是，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的扶持一直在稳步推

进。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巡视员施俊玲日前表示，文化

部正制定在全国开展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的工作通知，

同时将提出实施方案，该方案将于明年公布实施。

文化产业得“政策红包”
银行跨界合作共迎“黄金时代”

Finance Circle财经商圈

2015年，东盟新四国因持续加速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而仍维持较快增长态势，进而拉动

东盟总体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势头。2015年，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经济有望同比增长7%至8%，主

要支持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额不断上升。目前越来越多的外商企业转向对柬埔寨、老挝和缅甸

投资，源于该三国具有成为东盟新生产基地的潜力，同时国内居民购买力持续上升，也是具有吸

引力的市场。不过，经济的稳定增长、国家各方面体制和结构改革仍是该三国实现经济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越南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结构改革、银行不良贷款和银行业整

顿改善尚未完成。

开泰银行注重为在泰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和信息知识支持。开泰银行的中

国客户关系团队从中国投资企业刚进入泰国起为其提供协助，包括介绍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投

资地点选址、各种金融交易、推荐贸易和合作伙伴等，从而最大程度地为中国企业在泰国经营业

务提供便利，帮助客户获得在泰国和东盟的业务网络和合作伙伴。开泰银行注重提供适合于企

业各个生命阶段的服务，以支持企业可持续稳定发展。

经济转型中的中国
2015年，中国将越过两大里程碑: 一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可能快于外商对中国直接投

资，这标志着中国经济走向成熟，稳居世界经济大国前列；二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将首次超越美国，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中国超级品牌走向全球
在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巨擘——阿里巴巴集团完成全球金融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

股（IPO）之后，另一个世人瞩目的中国品牌正在走向全球：最近已超越三星成为中国最大智能手

机品牌的小米手机正瞄准全球市场，并计划于2015年在全球市场销售一亿部智能手机。目前该

公司已在东南亚和印度市场销售智能手机，其下一个目标市场是拉美市场。

东盟经济共同体即将建成
目前离东盟经济共同体正式建成的目标期限仅剩下一年时间。开泰研究中心预期，2015年东盟经济

增长形势总体上将好于2014年，东盟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约为5.0%至5.5%，原因是世界经济

明年将趋向进一步复苏，尤其是美国经济随着就业市场持续改善而趋向强劲增长，这将对东盟国家尤其是

以出口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东盟国家的经济是一个支持因素。

东盟国家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可分为两大组，即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新加坡、泰国）和东盟新四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2015年，东盟六个老成员国中经济增长

最快的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GDP增长率将分别为6.6%和5.6%），新加坡和泰国的经济也将随世界

经济复苏而持续增长。2015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可望同比增长4.0%，经济增幅高于2014年。


